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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华盛顿1月30日电（记者刘海
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在机器人研

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开发出的机械臂，

能够在没有任何物理学、几何学和运动动力

学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自建模型，来思考和适

应不同情况，处理新任务，以及检测和修复自

身损伤。相关研究 30 日发表在《科学·机器

人》杂志上。

数十年来，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一直

是科幻小说家热衷的素材，但到目前为止，现

实世界中自动控制机器的运作还都依赖人类

为其建模。如果想让机器变得独立，迅速适

应一些无法预见的场景，首先需要让它们学

会模拟自己。

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四自

由度铰链式机械臂，该机械臂一开始会进行

随机移动，收集大约 1000条移动轨迹数据，然

后通过深度学习，自建模型。最初的自建模

型非常不准确，机械臂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

知道它的关节是如何连接的。但经过不到 35

个小时的训练，这个自建模型就可以与真实

的机械臂高度一致。

研究人员测试了这一机械臂执行取放

任务——抓住物体并将其放入一个容器中

的能力。在闭环控制系统中，机械臂的成

功 率 为 100%。 而 在 没 有 任 何 外 部 信 息 反

馈、完全依赖内部自建模型的开环系统中，

机械臂的成功率也达到了 44%。此外，研究

人员还测试了机器臂自检损伤的能力。他

们用一个 3D 打印的变形组件来替代机械

臂原有组件，而机械臂检测到了这一变化

并重新训练了它的自建模型，最终机械臂

的性能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同样很好地完

成了取放任务。

研究人员指出，自建模型的能力是机器

人摆脱所谓的“狭义人工智能”限制，获得更

强大能力的关键。虽然新研发机械臂的自

建模能力还无法与人类相比，但相关研究向

研发出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迈出了重要

一步。

同时研究人员也警告称，使机器拥有自

我意识的技术虽然能产生更有弹性和适应性

的系统，但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控，需谨慎

对待。

深度学习机械臂能模拟自己建模
向拥有自我意识机器人迈出重要一步

2018 年 12 月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的“旅行者 2”号（Voyager 2）航天器

追随其姊妹“旅行者 1”号的步伐，挺进星际空

间，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壮举。

据美国太空网1月30日报道，目前业已发

射的航天器中，只有5艘能迈出如此大的步伐，

有实力进入星际空间。除了大名鼎鼎的“旅行

者”号姊妹花外，其他 3 艘分别为“先驱者 10”

号（Pioneers 10）、“先驱者 11”号（Pioneers 11）

以及“新视野”号（New Horizons）。那么，哪艘

航天器会率先进入星际空间呢？

根据这 3 艘航天器目前的行进速度、与

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如果日光层的变化保持

稳定，“先驱者 11”号将在 2027 年穿过日球层

顶（日光层像气泡，日球层顶是日光层的边

缘），进入星际空间。

太阳系的边界在哪

到达星际空间是一个里程碑，从某种程

度上讲，可以被认为离开了太阳系。1990年 2

月 23日，于 1973年发射的“先驱者 11”号成为

第四艘飞越海王星轨道的航天器（1972 年发

射的“先驱者 10”号于 1983 年做到这一点），

当时《纽约时报》称，“先驱者”号航天器飞越

海王星轨道，意味着它们离开了太阳系。

然而，参与“旅行者 2”号任务的科学家可

不这么看。相反，最近的测量结果认为，穿过

太阳的日球层顶（太阳风层顶）——日光层的

理论边界，是进入星际空间的决定性标志。

日光层是由太阳产生的带电粒子组成的“气

泡”，科学家用它来标记星际空间的起点。

但日光层非常复杂，其会随着太阳 22 年

的周期变化，随着太阳风而不断变小和变大，

并向太阳行进方向的后方伸展。所以，从地

球上很难对日光层进行测量。目前，NASA

的“星际边界探测器”（IBEX）任务正在努力

确定这一“气泡”的边界在何处。

当“旅行者 1”号和“旅行者 2”号穿过日球

层顶时，它们上面搭载的粒子仪器仍正常运

行，观测数据表明，它们已经穿越了这一气泡

区域。但还有研究人员认为，太阳除了被日

光层包围之外，也被奥尔特云（Oort Cloud）

所包围，奥尔特星云是一片由冰冻天体组成

的区域，据估计，其范围从 1000AU（天文单

位，等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约 1.5 亿公

里）到 10万 AU 不等，远远超出日球层顶。因

此，“旅行者”号航天器不算是完全飞出了太

阳系。

“先驱者11”号或捷足先登

除了“旅行者”号外，未来哪艘航天器会

捷足先登，进入星际空间呢？

由于日光层不断变化，所以科学家也很

难说出“先驱者 10”号、“先驱者 11”号何时会

进入星际空间，只能根据现有数据进行推断。

据 NASA 的《超越地球：深空探测编年

史》书中记载，截至 2017年 11月 5日，“先驱者

10”号距离地球约 118.824AU，是除“旅行者

1”号以外距离地球最远的航天器。然而“先

驱者 11”号和“旅行者”号正朝着太阳行进的

方向前进，“先驱者 10”号正朝着太阳的尾侧

方向前进。2017 年的研究指出，日光层的尾

部距离太阳约 220AU。由于“先驱者 11”号每

年的行程约为 2.5AU，因此，“先驱者 10”号可

能要到约 2057年才能到达这个不断变化的太

阳系边界。

该书还指出，截至 2017 年 11 月 5 日，“先

驱者 11”号距离地球约 97.6AU。与它的双胞

胎“先驱者 10”号不同，这一航天器的行进方

向与“旅行者”号大致相同。“旅行者 2”号在距

离地球约 120AU 时进入星际介质。由于“先

驱者 11”号以每年 2.3AU 的速度飞行，假设太

阳系的边界不改变的话，它应该会在 2027 年

左右进入星际空间。但其实，太阳系边界可

能会改变。

至于 2006 年发射的“新视野”号的情况，

它于 2019 年 1 月 1 日飞掠太阳系内的遥远天

体“天涯海角”，而且其发射时间远远晚于其

他 4 艘航天器。在飞掠期间，“新视野”号距

离太阳 43AU。该任务首席调查员艾伦·斯特

恩说，该航天器每年行进约 3.1AU。再过 20

年，它很有可能进入星际空间。因此，如果它

与“旅行者 2”号穿越相同的边界，将在 2043

年进入星际空间。

综上所述，如果日光层的变化保持稳定

（这不太可能），“先驱者 11”号将在 2027 年穿

过日球层顶；“新视野”号紧随其后，于 2043年

完成穿越；而最先发射的“先驱者 10”号将在

2057年离开日光层。

“新视野”号可能电力不足

斯特恩说，如果“新视野”号能进入星

际空间，并在那时仍正常运行（这是有可能

的），它将为我们提供有关星际空间的详细

信息。“新视野”号所携带的粒子探测器比

“ 旅 行 者 ”号 上 搭 载 的 粒 子 探 测 器 强 大 得

多。此外，“新视野”号还携带了一个灰尘

探测器，可以提供对日光层以外区域的观

察。“将尘埃探测器放入星际介质将是非常

宝贵的经验。”

不过，斯特恩也指出，电力是“新视野”号

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新视野”号的燃料是

不断衰变的二氧化钚，这艘航天器的电力可

供其工作到本世纪 30 年代末，目前其运行状

况良好。

（科技日报北京1月31日电）

“先驱者11”号有望第三个进入星际空间
继“旅行者”姊妹花后，或在 2027 年飞出太阳系

本报记者 刘 霞

太阳的日光层保护地球免受宇宙辐射。其形状不断变化，使科学家很难预测航天器何时越
过这一边界进入星际空间。 图片来源：美国太空网

科技日报北京1月 31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和西班

牙科学家开发出由二硫化钼构成的整流器，

可将电磁波有效转化为直流电。这是首款可

大规模应用的全柔性设备，能将无线网络

（Wi-Fi）信号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电能，未来有

望为可穿戴设备、可植入医疗设备、电子设备

等供电。

整流器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的装

置。研究显示，普通的柔性整流器难以在低

频率条件下工作，通常无法捕获无线信号，但

新设备只有 3 个原子厚，在化学物质作用下

发生原子重排并实现从半导体到金属材料的

相变，从而提高了信号转化速度，可以捕获和

转化 10千兆赫以上的无线信号。

实验显示，在大约 150微瓦的普通无线信

号功率水平下，该设备可产生功率约40微瓦的

电能，足以点亮简单的移动显示器或硅芯片。

论文通讯作者、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

系的托马斯·帕拉西奥斯教授说，未来有望通

过捕获无线信号来驱动电子产品，新设备易

于在公共区域大面积部署，从而将智能带给

周围的一切物体。

研究人员说，与传统的硅或砷化镓构成

的刚性整流器不同，新设备是柔性的，可为可

穿戴设备供能，也方便安装在建筑物表面。

它还可用于驱动植入式医疗设备，因其不会

泄漏有毒的锂，对人体更为安全。

据悉，研究团队正计划构建更复杂的系统

并提高效率。基于无线信号的输入功率，当前

设备的最大输出效率为40％；而目前最好的硅

或砷化镓整流器的输出功率约为50％至60％。

全柔性整流器可将无线信号转为电能
未来有望为可穿戴设备供电

图为当地华人在航天航空馆表演庆新春舞蹈。
本报记者 田学科摄

30 日晚，位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内的科

学博物馆人流如织，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

的“科学春晚”在这里举行。

由北京出版集团带来的《天工开物 AR

展》，以 AR 技术生动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发

展的璀璨成果；《中国中生代化石展》带领观

众穿越时空，回到恐龙和翼龙占据大地和天

空时的中国；由大英图书馆带来的《勃朗特

姐妹在中国》，回溯了勃朗特姐妹的著作在

中国被译介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学及电影

的 深 远 影 响 。 博 物 馆 还 特 邀 欧 洲 空 间 局

（ESA）工作人员在报告厅举办了“中国航天

计划”讲座，介绍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近年来取

得的多项成就。

在“科学春晚”开幕式上，英国科学博物

馆集团总裁兼科学博物馆馆长恩·布莱奇福

德爵士说，中国不仅拥有古老的文明，而且近

几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博物

馆非常愿意展示中国的科技成就。中国驻英

国大使刘晓明说，中国人过年有吃“年夜饭”

的传统，今晚科学博物馆也为大家烹制了一

顿特殊的“年夜饭”，让大家能够品尝“新鲜劲

道”的中国科技。今晚的活动不仅展示了中

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也呈现了中国当代

科技的最新成果。英国艺术遗产和旅游国务

大臣迈克尔·埃利斯说，中国科技同文化一样

闻名，非常欣赏科学博物馆举办此项旨在加

强英中两国合作关系的活动。

科学博物馆始建于 1857 年，是世界上第

一家科学博物馆，以收藏、展示自然科学及现

代科技发展重要成果为主。该馆与曼城科学

工业博物馆、约克铁路博物馆等 6 家博博物

馆共同组成科学博物馆集

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

物馆集团之一。

在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处

建议及推动下，科学博物馆

今年首次举办中国春节庆祝

活动。这是继 2018 年春节

期间大英博物馆、V&A 博物

馆、国家美术馆等“伦敦六

馆庆新春”之后，伦敦又一

家重量级博物馆加入“欢乐

春节”的活动热潮。科学博

物 馆“科学春晚”也拉开了

2019 英国“欢乐春节”活动

的大幕。

（科技日报伦敦 1月 30
日电）

伦敦科学博物馆里过大年——

“科学春晚”奉上特制的中国科技“年夜饭”
本报驻英国记者 田学科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通讯·生物学》杂志 31 日在线

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非洲科学家团队报

告了一种可以成功消除大蕉的香蕉条纹病

毒 的 策 略 。 这 是 一 种 基 于“ 基 因 剪 刀 ”

CRISPR 技术的策略，有望帮助改善大蕉

的生长，并提高其产量。

香蕉及其近亲大蕉在热带地区广泛种

植，而且是热带和亚热带国家的一种重要

主食类作物。培育具有更强抗病抗虫特性

的品种，是保证其健康高产的关键。然而

香蕉条纹病毒是一种分布广泛的病毒，它

通过将自身的 DNA 插入香蕉 B 基因组而

致病，最终可导致作物死亡。比如，当香蕉

受到干旱或高温威胁时，香蕉条纹病毒

DNA会产生功能性病毒颗粒，最终引发疾

病症状。因此，培育者在改良香蕉时会避

免使用包含 B基因组的香蕉，比如野蕉，尽

管野蕉具有一些优良特性，包括抗寒性、根

系发达和抗逆性，但仍不是良选。

非洲的加那利群岛、埃塞俄比亚、喀麦

隆、几内亚和尼日利亚都在大面积种植香

蕉。此次，肯尼亚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

（IITA）科学家雅因达拉·特里帕斯及同

事，使用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系统

使 Gonja Manjaya B 基 因 组 中 的 病 毒

DNA 失活。Gonja Manjaya是英文俗名为

false horn 的一类大蕉中的一种，主要生长

在非洲中东部。

研究人员发现，暴露在干旱压力下时，

与未经编辑的大蕉相比，经过编辑的大蕉

有 75%没有展现出香蕉条纹病毒症状，证

明病毒 DNA确实失活。

研究团队总结表示，这种策略或可用

于改良香蕉和大蕉，开发具有强化 B 基因

组的新杂交品种。

除了用于医学外，CRISPR/Cas9 等技

术还可以精确修改农作物的基因。经基因

编辑的产物会更加可控，且在大多数情况

下，并不会加入来自其他物种的基因。不

过，很早就有声音质疑，将“基因剪刀”用于

农作物或有弊端，以及在食品中加入人工

痕迹有违“自然”，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改

变在传统育种技术中本就广泛存在，使用

基因编辑只是直接定向完成而已，而且，基

因编辑的农作物和传统育种作物，原则上

无法检测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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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31日电 （实习记

者胡定坤）2019 年仅仅开始一个月，极端

天气已席卷全球多国，甚至打破多项历史

纪录。美国中西部经历罕见风寒，澳大利

亚遭受极端高温，气候变化再次引发广泛

担忧。

北半球，美国中西部寒气逼人。1 月

30日，美国芝加哥早上的气温降到-23℃，

打破了 1966年创纪录的-15℃。美国国家

气 象 局 数 据 显 示 ，芝 加 哥 风 寒 指 数 达

到-52，即考虑风速影响，芝加哥最低温度相

当于无风状态下的-52℃。明尼苏达州则创

造全美寒冷新“巅峰”，气温低至-38℃，风速

35英里/小时，风寒指数-70，突破美国最低

纪录。芝加哥已经关闭主要景点和学校，

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已经进入

紧急状态。美国邮政总局暂停了北达科

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明尼

苏达、威斯康星、爱荷华和伊利诺斯等中西

部州的邮政服务。

南半球，澳大利亚却酷暑难耐。1 月

24 日，阿德莱德气温达到 46.6℃，打破 80

年来的纪录。怀阿拉 48.5℃、利溪 46.9℃、

奥古斯塔港 49.1℃，全部打破历史最高纪

录。高温造成大量野生动物死亡，其中澳

大利亚眼镜狐蝠两天内死亡三分之一。澳

大利亚气象局表示，1910 年以来，澳大利

亚及其周围的海洋已经变暖了约 1℃。

未来类似极端天气或更加常见。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虽然人类引起

的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极端事件的唯一

原因，但极端事件强度或频率的变化或受到

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影响。2018年6月，

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份报告警告说，洪水、热

浪和其他极端天气状况“可能由于气候变化

的加速而持续下去”。2014年发表在《自然》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认为，极端天气的发作与

高出地球表面的大气波动有关，而气候变化

将使这种变化更为频繁和剧烈，一个变暖的

世界或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世界。

2019刚开年 全球天气已“爆表”
多国极端天气打破历史纪录

科技日报东京 1月 31日电 （记者陈
超）日本九州市立大学天野史章准教授领

导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新工艺，在温室

环境下利用低能量可见光，只需一个步骤

即可完成从甲烷（CH4）转换为乙烷（C2H6）

和氢气（H2）的光电化学反应过程。

传统的甲烷变换反应需通过多个工序

且消耗大量能源，研究人员一直期待开发

出将甲烷直接变换为有用化学品的化学流

程。通常要在高温条件下，缺乏化学反应

的甲烷分子稳定的 C-H 键才能在热催化

剂上活化。虽然光催化剂可在室温环境下

将甲烷活化为甲基自由基，但需要紫外线

等高能光源，同时还存在吸收的光子用于

反应的效率（量子效率）非常低的问题。

在最新研究中，该团队独立开发了用

于激活气相分子的光电化学反应过程，利

用可见光在低温下将甲烷转换成乙烷和

氢。在使用氧化钨（WO3）电极时，在蓝色

可见光照射下进行甲烷的均质偶联反应，

发现在所有产物中以 50%以上的选择率生

成乙烷。通过施加电场，光激发电子和空

穴的再结合被抑制，与传统的光催化反应

方法相比，量子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是首

次实现室温下使用可见光能源制造氢气。

这种新工艺有望利用丰富的天然资源

甲烷制造氢气和化工产品原料，创造新的

燃气化学产业。

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美国化学

会能源快报》网络版。

可见光工艺将甲烷转乙烷和氢气只需一步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华
凌）1月 31日，在北京发布的由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研究编写的《全

球智库报告 2018》显示，世界拥有智库机

构数量居前三位的国家：美国（1871 家），

印度（509家），中国（507家）。

此次报告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

中心主办。自 2006 年起，《全球智库报告》

每年发布一期，至今已 13年。报告建立了

一套客观公正的研究体系，其全球智库排

名也因评选过程的广泛参与和过程设计的

严谨与公正，成为当今国际上最具权威性

的全球智库排名体系。

在“2018 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排名百强

榜单”中，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在榜单列及

的 171 家智库中蝉联第一。法国国际关系

研究所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依然分别

位列第二和第三。

《全 球 智 库 报 告 2018》共 列 出 51 个

分项表单，中国智库共上榜 39 项，全球

化 智 库（CCG）是 唯 一 进 入 百 强 的 中 国

社会智库。

《全球智库报告2018》出炉 中国智库数量世界第三


